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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：群众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公益文化形式，能够满足人
们自我提高、自我创造、自我参与的需求。而群众文化的外化体
现方式就是文化活动，在社会主义文化当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
义，能够促使社会向心力的不断加强。对群众文化的优势作用充
分发挥，组织更为多样的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，使群众精神文化
生活得到丰富，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。在广大群众生活中纳入
向上、健康、和谐、美好的文化，实现群众自娱自乐，有利于促
进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。

1  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内涵
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文化产业，与经营性

文化产业相对立，主要是为社会及广大群众提供服务。作为一种
文化产品，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，能够面向广大群众，
形成独特的文化领域。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是以人民群众为文化
主体，具有较高的传播性，其是由广大群众创造产生的，也是广
大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和享受的精神成果。正是由于这些特点，使
得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生命力强大、发展状态良好。群众公益
性文化事业具有十分广泛的涵盖范围，涉及到多个文化领域，如
演出、互联网、影视、广播电视等。对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积极
开展，对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也是文化
建设发展中的关键性内容。通过优质的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，对
群众文化精神需求加以满足，使其在群众文化事业中积极参与，
对于推进文化事业发展非常重要。

2  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地位
在文化事业发展中，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地

位。作为社会文化事业中的重要内容，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目
的是让群众能够受到正能量、积极精神和优质文化的影响，在群
众文化活动中积极参与，进而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发展奠定基础。
通过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引导，采取自愿性与娱乐性的参与方
式，满足群众自我教育、自我开发、自我娱乐的需求。群众公益
性文化活动是群众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，以人民群众为主体，对
群众美好生活向往追求加以满足。群众文化是其它文化产生的根
源，基于不断的创新发展，对主流文化发展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
响。在社会中，群众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构成，承担着凝结社
会精神、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要任务，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阶段
性产物。因此，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在推动文化发展、促进经济
发展、推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

3  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在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作用
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在文化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

其不但是文化事业的重要构成，同时也是文化事业开展的重要手
段，对于文化事业发展也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群众公益性文化
活动由政府引导，借助各类文化机构，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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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促使社会广泛参与，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，是非常关键
的构成部分，具备了独立的文化价值。近年来，在政府部门和文
化机构的不懈努力下，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展了丰富的群众
公益品牌，体现出了文化事业发展的成果，对社会文化事业发展
提供了充足的动力。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能够对文化的便利性、
均等性、基本性、公益性加以展现，基于四位一体文化发展指导
的基本原则，对我国当前文化环境加以满足，进而发挥出推动我
国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。

4  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的发展策略
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，应当在群众公益性文化活

动中投入更大的支持力度，促进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更好发展。
在资源投入方面不断加大，对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加以拓展。政府
部门在文化活动开展中积极扶持，采用人才、资金等扶持策略，提
升文化部门及文化机构的水平。利用当地文化旅游资源，紧密结
合群众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，调动群众在文化实践中保护参与的
积极性，实现更高的文化经济价值。对文化服务人员的素质进一
步强化，构建高水平的文化队伍，实现专职化、专业化的人才配
备，确保公益性文化服务各项工作顺利进行。积极构建文化服务
品牌，形成更浓厚的文化服务氛围。对文化活动的形式加以创新，
使文化服务平台质量得到强化。在群众文化发展中加大支持力度，
对群众文化特色深度挖掘，如传统文化锻炼活动、广场舞活动等，
提供充分的指导与规范。

5  结论
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具有较高的文化性、群众性、科学

性、公益性特点，通过开展各种实践活动，对应用于我国文化事
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。明确群众公益性文化活动在文化事
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，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发展群众公益性文
化活动，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，提高文化活动水平，进而为我
国文化事业发展提供更大的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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